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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杜海玲

國務院僑辦，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北京市人民政府於2013年下半年共同舉辦

“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

賽”， 希望加強海外華僑華人同祖國的聯

系，進一步推動海外華文教育，促進華裔

青少年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 日本賽區由

中文導報社主辦，日本華僑華人文學藝術

家聯合會合辦，後援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日本總領事館。

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大

賽，旨在讓青少年學習中文，讓青少年用

中文歌曲展示音樂才華。在每個國家經過

選拔後，選出2名青少年，前往北京參加7

月20日到8月8日的決賽活動。去年由於

接到通知較晚，未能開展公開征集和選拔

活動，而是推薦選拔了兩名華人少女前往

參加，她們回來後都稱受益匪淺。今年經

過僑辦與本報前期溝通，擬自即日起接受

報名，到5月31日截止。並在6月2日舉

行比賽。歡迎旅日華人華僑青少年踴躍參

加。

一場面向海外華裔青少年的盛事，承

載了許多美好祝愿。去年的參賽者告訴記

者，北京市僑辦將活動安排得充實豐富，

從第一天的接機，到最後一天送機，期間

近3周的時間，僑辦人員給青少年安排了

各種學習和比賽活動。除了接受面向比賽

的歌舞訓練，還安排了中國文化課學習，

比如畫京劇臉譜和鼻煙壺，更有爬長城、

吃烤鴨這樣非常“北京”的行程安排。參加

活動者基本上都是在國外生長的華裔孩

子，可謂近距離接觸一次中華文化的精

粹。而與各個國家的參賽者的互動，也給

青少年留下人生十分珍貴的記憶。“友誼

第一，比賽第二”，這樣一句許多人曾在

國內標語牆上見過的句子，在水立方比賽

中可謂得到最真切的繹釋。

（日本賽區目前正式啟動，面向全日本

喜歡唱歌的華僑華人子女公開招募。報名

細則請參考本期報紙10版。）

■ 本報記者 杜海玲

飲食是健康之本，在日本忙碌的生活

中，如何調養健康體魄？旅居日本的華人

女性張弘日前在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健康就餐指南》，是一本教人自我健康管

理飲食的書。

張弘在國內時是醫生，來到日本後，

因沒有對口的專業，以相夫教子為主。但

對於健康和飲食方面的學問總是很關注。

她注意到日本人很在意每餐的營養搭配和

卡路裡，甚至餐廳菜單上都寫著每道菜有

多少卡路裡，而書店裡更是充滿了各種營

養方面的書籍，幾乎每個主婦都能說出日

本家常菜的大致卡路裡。對此，張弘感到

可以將它發揚到中華料理之中。

由於華人飲食愛好基本任然在中餐，

而在國內就比較難看到哪個菜有多少卡路

裡這樣的介紹。日本的書店盡管有很多類

似的書，但其間菜譜也都是日式、西餐或

司空見慣的那幾個中華料理。因此，張弘

決心自己做一本這樣的書。

《健康就餐指南》裡，有幾百道菜的

卡路裡計算，而這些菜都是各色家常菜和

點心。煎蒸帶魚、滑溜裡脊、驢打滾、京

東肉餅、京味打鹵面、地三鮮、烙玉米

餅、肉絲拉米……當然，也包括壽司等日

本料理。

據作者張弘介紹，她希望教給讀者通

過控制個人用餐來保持健康體重，調節攝

取熱量的方法。不用刻意忌口，不必天天

清淡。享受自己的最愛，保持健康的體

重。有恆心的人，還可以每天記錄攝入的

卡路裡，用數字刺激大腦，用大腦控制用

餐，會收到更大的健康效果。這樣的堅持

會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養成良好的飲食習

慣。

本報訊（記者 孫輝）日本甘肅同鄉會

成立大會4月20日下午在東京中國文化中心

舉行，約80名會員、僑界人士、中日友好

人士出席大會。甘肅同鄉會會長黎遠寧、中

國駐日本大使館參讚呂小慶、甘肅省僑聯主

席費亞夫等分別致辭。

甘肅同鄉會會長黎遠寧在致辭說：“甘

肅籍華人華僑旅日常住人員約有1100名，

加上入籍者約有1300名。雖說和祖國其他

省區的旅日人員相比人數較少，但這並不影

響我們作為一個正能量的民間組織，為中日

兩國民間交流發揮一定力量的熱情。我們的

宗旨是：團結友愛、增進交流、親情扶助、

共同發展。甘肅同鄉會將作為一個平台，逐

漸匯聚旅日甘肅籍華僑華人的正能量，與故

鄉溝通互助，配合故鄉政府提出的經濟振興

戰略項目的實施，努力發揮橋樑紐帶作用，

促進加深甘肅與日本的經濟貿易、文化旅

遊、科學技術、人才培訓等友好往來，為祖

國和故鄉建設貢獻力量，為促進中日友好關

系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參讚呂小慶表示，成

立甘肅同鄉會具有特殊意義，說明中日關系

發展 4 0 多年已經達到了相當的廣度和深

度，反映甘肅籍的同胞在日本經過數十年的

奮鬥逐步走到前台。中日關系目前處於非常

困難和復雜的階段，甘肅同鄉會的成立對增

進兩國人民的交往、交流，對強化兩國間的

國民理解，對推進和改善兩國關系，具有正

面和積極的作用。

呂小慶參讚還表示，甘肅同鄉會首屆理

事會成員在經濟上有實力，在組織上有能

力，期待甘肅同鄉會對在日甘肅籍華人來說

是一個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的家園，對家鄉

建設和發展來說是一股能發揮積極作用的力

量，對中日關系來說是一個能發揮紐帶和橋

在演奏《蘇州夜曲》時，陳敏吟唱了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

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營造出

十足的蘇州氛圍。陳敏出生於在中國蘇州

太湖畔，那是一片因美麗而著名的景色

區。她演繹《蘇州夜曲》十分貼切。演奏

《吉日啟程》前，陳敏回顧了22年前正是這

個時節在上海整理行裝，然後踏上日本的

土地。第一天，就被熟人帶到了澀谷去，

目睹澀谷的人群和都內的高樓大廈，晚上

又跟人去了居酒屋，體驗了日本人喝酒後

也大聲喧嘩的熱鬧場景……

在整個演奏會中，陳敏始終保持與台

下的互動，以精湛的日語和溫婉的話語讓

聽眾跟著她進入即將奏響的旋律，去體驗

音樂世界的美好。

在演奏《昂》之前，陳敏提到她十分期

盼中日友好，目前雖然中國和日本之間有

不和諧的聲音，但《昂》的演唱者谷村新司

對她說，正因為這種時候，才要發揮音樂

的力量。

陳敏的二胡已經不僅僅是技藝的爐火

純青，更因為她善於與日本觀眾互動而擴

大了日本人對二胡的認知度。我們不難推

測出，通過陳敏的二胡音色而接近中國的

日本人，對中國會懷有一份善意和理解。

在演奏會結束後，會場外排起了長龍，是

買了CD 等她簽名的日本觀眾。作為活躍

在日本的中國藝術家，陳敏的二胡真正承

載了中日親善的意義。

   □

■ 本報記者  杜海玲

一直以來，人們說到二胡，就聯想起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那份悲戚哀婉，

那份余音傷懷。但陳敏的二胡演奏會，卻

將二胡音色賦予了豐富的色彩，有輕快，

有熱烈，也有悠遠的溫情。

二胡，聽上去是很簡單的樂器，但陳

敏的二胡演奏會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

二胡，而是加入了其他樂器配合，共同創

造出動人的音色。既有古樸傳統，又有新

穎活力。

這次巡回演出的主打曲目是陳敏最新

發售的翻“唱”名曲CD，她挑選出自己喜

愛的歌曲，如《吉日啟程》、《愛燦燦》、

《生命之歌》等，經過編曲後，以二胡來演

繹。這些樂曲在陳敏的二胡以及一同演奏

的吉他、大提琴、豎琴、鋼琴的伴奏下，

都充滿了色彩繽紛的魅力。就連充滿憂傷

的《二泉映月》也因為有吉他的伴奏，使得

原本如泣如訴的哀傷調子裡，加入了泉水

叮咚一般的靈氣，引發出一種哀而不傷的

豁達和寬闊。

樑作用的組織。

甘肅省僑聯主席費亞夫說：“甘肅與日

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50年代初，日本

友人了組織天水會支援蘭天鐵路建設。改革

開放後，日本許多首相都訪問過甘肅。現在

又很多留學生、研修生也正在源源不斷來到

日本。目前，甘肅籍的海外華人約有10萬

人，但我在僑聯工作四年，接觸了很多華人

社團， 卻是沒有一家是甘肅的，所以日本

甘肅同鄉會的成立具有特別的意義。”


